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金竹降

是浙东游击根据地的中心。

1935 年 2 月，由粟裕和刘英

率领的红军挺进师由闽北进入浙

西南。11 月，该师的一纵队部分

战士由特派员张文碧率领，辗转

来到永、缙边界，与坚持战斗在这

里的永康浙西游击队会师，建立

浙东特委，并在金竹降开展整军

和训练，创建了一块以缙云黄弄

坑和永康金竹降为中心的浙东游

击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金竹降是永

康武装斗争“星星之火”的发源

地。

1946 年初，中共金华临时工

作委员会书记应飞，以金竹降为

根据地，联系战友、重建革命队

伍，声势发展迅速。永康国民党

反动派妄想扑灭革命烈火，三天

两头前来金竹降“围剿”。金竹降

人民无私无畏，全力支持革命游

击战争，不仅为新生的游击队提

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更是成为

了保护游击队的“铜墙铁壁”。武

装部队壮大以后，金竹降又成了

游击队强有力的后勤基地。从金

竹降走出来的永康革命武装，在

战斗中发展壮大，从金华地区武

工队到浙江壮丁抗暴第三大队，

最后改建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

支队，并作为路南地区的主力部

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永康。

□历史航标

“永康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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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红色初心 闪光的奋斗征程
——金竹降的红土地上散发着新活力

“寻访红色足迹 书写时代印
记”全媒体大型新闻行动第三组记
者 应向红 施美园 陈晓苏 吕晓
婷 李智耿

“我自己觉得最满意的手艺？应该

是烤玉米饼！要薄就薄，要厚就厚，你

们说了算。”和丁银蕉老人的聊天，就从

这张按客户需求订制的玉米饼开始。

丁银蕉今年 76 岁，23 岁时从舟山

镇上丁村嫁入金竹村金竹降上自然

村，49 岁丧夫，而她，一直靠赶集卖雪

菜等农产品来维持一家老小的吃穿用

度，直到村里通了机耕路。“哪一年是

记不清了，就跟眼下差不多时节，山上

已经有笋了。”丁银蕉说，那天她正在

田里劳作，几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

路过，问她家里有没有吃的。

“有的有的。”丁银蕉满口应承，把

几个人带回家了。“有火腿肉炖笋吗？

有玉米饼吗？”年轻人接连点菜，丁银

蕉都说“有有有”，就这样给他们烧了

一桌菜，还烤了饼。“玉米饼是从我奶

奶那学来的手艺，他们都说地道。”丁

银蕉还记得，几个人吃完后，硬是塞给

她 100 元钱，“我不肯收，山里难得有

人来，我招待一顿也应该，他们非要留

下，还说下次再来吃土鸡。”

这算得上是银蕉农家乐的第一单

生意，虽然当时老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农

家乐，而她今年24岁的孙女，当时还没

出生。后来，几个年轻人真的带着其他

朋友多次来到丁银蕉家，一来二去，大

家成了朋友。丁银蕉就直言，逢芝英、

派溪、胡库集市时别来，因为她要去赶

集，其他日子来，她肯定招待好。

“要说像样的招牌挂起来，生意火

起来，还是在 2003 年前后。”丁银蕉二

女儿程志苹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了

野菜能抗非典的传言，上山吃野菜的

游客突然就多了起来。

生意一火，对食材的需求就大了，

除了能自产的，像面粉、饮料之类都得

下山购置。“红糖肯定要买好的，贵一

点没事，自己少赚点就行了。”丁银蕉

说，“起初，食材都得靠拖拉机运上山，

哪里像现在这么方便啊。”

农家乐渐成气候又上了规模，丁

银蕉就不去赶集了，厨艺也越练越精，

尤其是烤玉米饼、角干麦饼之类，频频

有城里的饭店来挖角，开出高薪让她

在旁边指导技术就行，她都没有动心。

“我家里山好、水好、空气好，多自

在，儿女叫我去上海住几天我都不

去。”丁银蕉说，自己年岁大了，但还干

得动，“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客人多的

时候，他们都会自己动手烧菜，我只管

烤饼！呶，下午，几个上海的客人要到

我家来住几天了。”

原来，一年一年积累下来，老人凭

一己之力，早已把家里的黄泥房变成

四层楼，她还在三楼改造出 6 个房间

开起了民宿，程志苹夫妻，则成了银蕉

农家乐的股东兼员工。在上海工作生

活的大女儿和儿子也时常会回来看看

她。

“现在的日子，别提多舒服了，就我

家老头子，走得早，没享到这福。”丁银

蕉有了泪意，“你说他要能看到这光景，

多好。姑娘，下次你们再来，我请你们

吃玉米饼！”说着说着，她又笑了起来。

眼下这春暖花开的时节，驾车沿着岩金线盘山而行，你会发现沿途处处有景，时时惊艳，可谓山花
烂漫、鸟语花香。穿洞而过，山木之中忽现亮光，屋舍尽显眼前，让人豁然开朗。金竹降的这般美景犹
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有人说，群山环抱的金竹降是绿色的，也有人说，底蕴深厚的金竹降是红色的。在寻访过程中，我
们一遍遍听村民述说着革命先烈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故事，也一次次听到当地村
民为修路造亭，为村庄发展的急公好义、慷慨解囊。在这些故事里，我们慢慢地领悟到：党史胜迹，是
红色革命历史最真实的实物传承，就像一个个闪光的坐标，标识着前进的足迹，也吹响了奋进的号
角。“庆幸我们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做点实事，会留下遗憾。”艰苦奋斗再创业，是中国共产党人对
初心和使命的执着坚守，也是我们必须一脉相承的精神特质。

62 岁的杨岩柱，是金竹降革命历

史展示室的管理员，拥有二十余年党

龄。“我党龄不长，十几岁时组织让我

写入党申请书，我还不肯写，是真不懂

事啊。”杨岩柱说，“小时候，村里上了

年纪的老人经常会跟我们说革命故

事。比如，村民怎么跟游击队员相处，

怎么协助他们隐蔽转移，可惜那时很

不懂事，听过就忘。”杨岩柱不无遗憾

地说，懂事太晚了，不然还能留下更多

珍贵的史料。

杨岩柱是土生土长的金竹降人。

儿时曾听说，刚看到红军时，村民们都

有点怕，只希望他们能快点走，不要在

村里打仗。不过，村民们很快发现了

这支部队的不同之处。“真的不拿群众

一针一线。找村民带路会给工钱，到

村民家里吃饭也都算钱。”正因为如

此，村民们都拥护红军，金竹降成了游

击队可靠的“大后方”。

“这些故事，肯定很多，但我们记

下来的太少。看其他县市都有革命纪

念馆，我们村有着这样好的资源，却没

能好好利用起来，起步太晚，动作也不

够快。”2005 年前后，时任金竹降上村

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杨岩柱和几个村民

才有了打造纪念馆的设想，不想得到

张文碧、应飞等老前辈的大力支持。

2005 年，杨岩柱去南京拜访当时

已 96 岁高龄的原浙江军区政委、南京

军区顾问张文碧将军。他还清楚地记

得当时张文碧将军说的话，“‘当年老

区人民的恩情似海，我一直铭记在

心。’说完，老人家当即拿笔题字，希望

我们发扬革命老区优良传统，把纪念

馆建起来，把史料留下来”。

而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支队

长、路南军分区司令、建国后首任永康

县长应飞，直接促成了项目建设，并捐

款 1 万元。曾经在金竹降战斗过的老

游击队员钟琛，更是在逝世前，叮嘱妻

子将他留下的20万元捐给老区。

2009 年，村里拆掉了一间集体

屋，原址建起金竹降革命纪念碑，还在

各部门和村民的支持下，造起一幢综

合楼，打造金竹降革命历史展示室。

2011年揭牌时，应飞不顾自己已90岁

的高龄，来到了现场。

数十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

尽，故人大多已离世，而这段历史却以

文字和图像的形式，和他们对这片故土

的情怀一样，得以留存。“近两年来参观

的人越来越多，不少都是单位组织的。

说明我们没有忘记革命先烈的贡献，也

知道今天这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希望

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吧。”杨岩柱指着村

综合楼楼上刚加盖的一层屋顶说，三楼

改造后，还准备添置多媒体设备，好给

大家上上课、多点互动，“身处这个时

代，不做点什么，会有遗憾。”

杨岩柱的憾：懂事太晚 动作太慢

丁银蕉的幸：生活越来越好，好到不想离开

群山环抱的金竹降金竹降革命历史展示室金竹降村口雕塑


